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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有一句谚语：“开端只有在终结时才骤放光辉”，拿中国话解释，就是“有始有终”，“贵在坚
持”的意思。
“四方沙龙”从最初的创意策划至今，已经快5个年头，难得的是，它仍在坚持；这种坚持的品格是
它最终能否成为这个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保障。
过去总说，“万事开头难”，后来我发现，许多事情开头并不难，而坚持很难。
许多文化项目开头很容易，它们往往乘兴而来，但由于没有长远的规划，在受到许多条件限制和遭遇
一些困难后，热闹一阵，昙花一现，再就寂然无声了。
这些年，我们见到了太多只有一两次的“艺术节”、“双年展”、“文化周”、“系列讲座”⋯⋯作
为最初发起单位的关山月美术馆，从来没有把“四方沙龙”当做一个临时性的文化活动和权宜之计，
而是把它作为美术馆和公众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采加以建设的。
回想起2004年12月的一个晚上，根据当时关山月美术馆馆长柴凤春女士的指示，我和关馆时任研究部
主任的陈湘波，还有研究部的黄丽平猫在一个湘菜馆的小房间里讨论策划书的情形，仿佛历历在目，
一晃，几年过去了。
“四方沙龙”的缘起，除美术馆需要一个固定的与公众交流的学术平台以外，还与2005年被确定为深
圳的学术文化年有关。
不光是“四方沙龙”，深圳市规划局发起的“城市建筑双年展”首展也在2005年，它的出现也与学术
文化年有关。
对学术文化的关注，其实是深圳这座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
就文化而言，深圳其实并不缺少文化；但就学术文化而言，深圳人似乎因为太忙，的确没有太多时间
关注自己工作以外的学术领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
而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产生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不少深圳市民希望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
领域，希望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但是深圳缺少这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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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美术馆听讲座·大方无隅：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讲座文集》是“在美术馆听讲座系列”的
第一本。
这《在美术馆听讲座·大方无隅：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讲座文集》里的讲演者大腕云集，侯军、杨
小彦、鲁虹、毕学锋、韩少功、曹意强、尚辉⋯⋯所有你能想到的美术理论家成名时的文章都会在《
在美术馆听讲座·大方无隅：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讲座文集》中展现。
《在美术馆听讲座·大方无隅：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讲座文集》图文相配，助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
发展有一个粗略的了解，甚至对谁是中国最贵的艺术家，他们的价钱是多少也会有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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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版画的格局及演化李媚：中国观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纪实摄影廖雯：跟着感觉
走——1980年以来的女性艺术朱青生：80年代的美术批评孙振华：走向开放的中国雕塑殷双喜：双年
展制度与非营利文化事业曹意强：艺术的智性力量许平：1978—2008：设计改变中国鲁虹：中国当代
油画概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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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段是从1946年开始。
1946年，美国贝尔实验室香农博士提出了一整套数字化录影技术，用数字化录影技术代替模拟化录影
技术，从此以后数字化的方式就进入传播领域。
今天我们知道数码化正在改变我们观看的方式。
摄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没有1839年摄影的发明，世界历史可能会缺少一种重要的记录手段，至
今我们仍然依靠文字来重建历史。
我们也许不能从一张绘画中去了解古代很多的细节，但我们通过摄影却可以了解很多细节。
因为摄影的出现，绘画不得不出让它的写实权力，逐渐走上了表现乃至抽象的道路，走上装置甚至行
为的道路。
同样，因为摄影的出现，一种活动的画面，也就是电影才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随之而来的就是电视的普及。
然后，电脑出现了，图像也数字化了，数码影像开始日益急迫地挤压着传统影像的空间。
这说明，摄影开创了一个时代，就是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视觉的时代。
另外，摄影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
在视觉时代里，摄影首先是民众的一种权力。
如果说在器材还过于昂贵，技术还过于复杂时，摄影仍然和一般民众有距离，到了傻瓜机的时候，特
别是数码化成像普及的今天，摄影已经和普通民众联为一体了。
也就是说，当谁都可以轻易地获得相机，随意地拍照时，影像的意义才更加发人深省。
在摄影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摄影器材越来越普及，人们获得影像记录的能力越来越高，影像的专
业门槛在下降。
每一个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这种方式，从事摄影工作，影像再也不是一些人的专有权力，而是每
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权力，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
人们都生活在图片的海洋中。
1839年以来，影像的历史其实有两种。
当一个人举起手中相机时，他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观察者，打算留给旁人一些什么样的影像？
影像的历史就是这样建立的，一方面，它是真实历史的影像记录；另一方面，它又是拍照者个人观察
的直接结果。
也就是说，作为影像，它有两种历史，一是所拍对象的历史，它是视觉的，因而也是直截了当的；一
是拍摄者的历史，表达了个人观察世界的动机。
这两种历史既让历史呈现为可视的图像，也让历史消解在个人观察的独特视野中。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方无隅>>

后记

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书，早在“四方沙龙”创办之初，我们就有将讲座内容结集成册的想法，至今已
四年有余；这也是一本不尽完美的书，因为我们最终未能将四年来四十余位专家的讲演尽收书中，而
是有所取舍，忍痛割爱。
这本“四方沙龙”讲座文集是由我馆与广西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而且作为该出版社“在美术馆听
讲座”的系列丛书之一推出。
在确定编辑方案时，出版社和我们最终都希望将主题集中在“视觉艺术”领域，以突出“在美术馆听
讲座”的特色。
另外，在文集的编辑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静态、平面的文字终究无法复原讲座现场的精彩，尤其是
音乐、舞蹈、戏剧等含体验性和表演性的讲座，以及艺术家结合自己大量作品与观众精彩互动的环节
，文字的表现力就显得很单薄，甚至可能削弱讲座本身的意义。
对于这些，我们尽可能地留下一些文献资料，希望将美好的回忆留给讲座本身。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下列讲座未能收入本文集之中：第一期，刘申宁教授主讲的《再看中国革命》；
第二期，但昭义教授主讲的《钢琴艺术教育与钢琴艺术欣赏》；第三期，詹晓南先生主讲的《21个孩
子，21个梦——（千手观音）幕后的故事》；第十期，李公明教授主讲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关怀》
；第十一期，白先勇先生主讲的《昆曲之美——从青春版（牡丹亭）制作方向讲起》；第十二期，由
梁明诚教授和吴海鹰女士主讲的《与艺术家面对面——梁明诚、吴海鹰艺术欣赏》；第十六期，田小
川女士主讲的《百年航母》；第十七期，徐嘉炀先生主讲的《水墨画的后现代情境》；第十九期，靳
埭强先生主讲的《艺术·设计》；第二十五期，万捷先生主讲的《如何让艺术品成为生活必需品》；
第二十七期，陈绍华先生主讲的《和陈绍华漫谈设计》；第二十八期，新村则人先生主讲的《生活中
的设计》；第三十期，尹光华先生主讲的《收藏之乐——中国古书画收藏趣谈》；以及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特别专场，由霍尔格·马蒂亚斯主讲的《文化场景的图像体现》。
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各位专家、学者致以深深的歉意！
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四方沙龙”成长的老师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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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美术馆听讲座·大方无隅: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讲座文集》是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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